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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赛学结合” 
—地方应用型高校电气工程类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王  龙  雷  钧  刘  杰  郭  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2) 

摘要：为解决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电气工程类课程教学中，学生少有机会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实践应用，导致知识的掌握程度逐渐
降低，并且教师也不能根据学生的实践应用情况进行教学反馈，促进教学的反思和持续改进的问题。引入“理论教学-在线仿真-实
际制作-参加竞赛-反馈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将实践教学作为重要环节纳入教学课程体系，重视课外实践活动。以竞赛为中心组
织教学，做到“以学为中心”，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将来必然要面临的真实问题。更好地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学生为中心；应用型人才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的提出，大多应用型高校已在探索更好的

教学模式，旨在培养高水平应用型技术人才。“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赛学结合”教学理念符合电气工程类专业特点。电气工程类专

业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的原则，以培养电气工程行业高素

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要求学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

的实践能力。而学科竞赛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能力，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电气工程类专业的专业特点是相符的。通

过组织学生参加本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手

能力，而且能够结合比赛要求和参赛经验，及时完善教学计划，制

定出具有发展前瞻性的人才培养方案等。 

一、电气工程类专业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电气工程类课程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比较难学、抽象

的，传统的教学主要以教为主，理论灌输，缺乏互动，忽视了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学生难以理解不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学习与掌握。 

该类课程教学内容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实际存在明显差距。

新技术、新工艺、新器件的快速发展，使的课程难度较大、实践性

较强。实际上该类课程学时较少、缺少实验课程等特点，无法用理

论知识解决实践出现的问题，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 

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赛学结合”的目标和作用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赛学结合”以学生的能力提升为最终

目标，但在实现此目标的过程中，对教学改革和教学模式创新等方

面都将发挥引导和促进作用。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现代企业

运作强调团队的作用，学科竞赛中大多数也是以团队形式开展比

赛，因此，学生在参赛过程中，不仅要将所学知识应用与实践中，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而且要学会沟通交流团队合作。显然，通过

比赛可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课程和教学改革。一般而

言，学科竞赛会根据相关行业企业的要求，充分吸收相关行业企业

的人员参与和指导，积极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从比赛的选题、

比赛评委等方面都会有来自行业企业的人员参与，学生在学校学到

的技能在比赛过程中得到一次全面的检验。教师在学生比赛时能够

了解到教学中存在哪些不足。 

三、“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赛学结合”的具体实施过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引入“理论教学-在线仿真-实际制作-参加

竞赛-反馈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将实践教学作为重要环节纳入

教学课程体系，重视课外实践活动。以竞赛为中心组织教学，做到

“以学为中心”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中心，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

贴近学生将来必然要面临的真实问题。更好地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

才。 

(1) 在线仿真 

通过仿真软件全程参与理论教学的仿真实践，将所学到的知识

进行实践，达到实践环节与教学环节紧密联系，同时，也改善了课

堂的学习氛围，让同学们更有兴趣的学习；增加每节课的演示仿真

环节，做到“以学为中心”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中心，既学习了

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通过仿真环节锻炼了知识应用能力； 

(2) 实际制作 

实际制作环节，让学生真正掌握到实际工程项目的流程，通过

绘制电路板，设计电路板，锻炼了学生的工程项目设计能力；增加

实物制作环节，让学生独立根据设计的电路板完成实物的制作，既

锻炼了学生的实际工程实践能力，也锻炼了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

力； 

(3) 参加竞赛 

让学生实际参加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一方面锻炼学生的工程

实 践 能 力 ， 另 一 方 面 对 教 师 教 学 进 行 反 思 和 反 馈 。

 
图 1 实际参加竞赛作品 

四、结束语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的教学理念，将实践教学

作为重要环节纳入教学课程体系，加强课程综合，重视课外实践活

动。关注学生实践能力增长的课堂教学模式，以竞赛为中心组织教

学，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将来必然要面临的真实问题。“理

论教学-在线仿真-实际制作-参加竞赛-反馈教学”的新型教学模

式，以学生为中心研究相应的教学体系、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建

立具有竞赛特色的课程群、制定合理的课程大纲，解决学生在理论

和实践两方面协调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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